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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征 兵 工 作 进 行 时

■本版责任编辑 卢 军

本报讯 范东阳、汤维报道：“过

去，祥裕楼地面下陷、墙体倾斜、瓦面破

损，经过修缮，现在终于恢复了原貌。”

初秋时节，住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龙

村镇大梧村祥裕楼的村民，望着修缮一

新的祥裕楼内心十分激动。

祥裕楼原为农民协会旧址，是梅州

地区第一个乡农民协会，2012 年 12 月

被五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由于年代久远，急需修缮，市财政

局曾拨付修缮专款，但相关部门未能及

时修缮和有效监管。今年初，该县检察

机关就此向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镇

政府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他们依法履

行对祥裕楼的修复、保护和监管职责。

多方协商后，达成修缮协议并完成修缮

工作。如今，修缮后的祥裕楼，已成为

五华县红色地标之一。

祥裕楼的成功修缮是《梅州市红色

资源保护条例》出台后，梅州市检察机

关有效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保护红色资

源的一个缩影。这个“检察蓝”守护“革

命红”的案例，成功入选广东省检察机

关红色革命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

梅州市作为广东省唯一全域属原中

央苏区范围的地级市，红色资源丰富，叶

剑英纪念园、三河坝战役旧址、见证中央

“九月来信”的同怀别墅、中央红色交通

线大埔交通中站等大批红色旧址，见证

了梅州人民为巩固发展中央苏区付出的

艰苦卓绝努力。经普查统计，该市列入

广东革命遗址名录的旧址有 509 处，其

中列入重要革命遗址名录的有 224处。

“虽然每年市里都下拨专项资金开

展革命旧址、纪念设施修缮工作，但在

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中，仍存在重视

不 够 、缺 乏 整 体 规 划 、挖 掘 不 深 等 问

题。”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意

军说，为了更好保护红色资源，去年 12

月，梅州市人大常委会提交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全票通过了《梅州市红色

资源保护条例》，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该条例的出台，对于加强红色资

源的保护管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

区精神，促进梅州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梅州市红色资源保护条

例》施行以来，肖向荣故居、大埔工农革

命政府公安局旧址、平远红四军纪念园

等 10 余处革命遗址得到了进一步修缮

和保护。

“检察蓝”守护“革命红”
广东省梅州市立法保护红色资源

本报讯 王勇、黄星星报 道 ：9

月 2 日，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体检合

格应征青年张雄来到县兵役工作服

务站进行政治考核。他输入自己的

身份证号后，政考结果跃然屏上。张

雄感慨地说：“以前当兵政考要在镇

武装部、县人武部、公安局等单位之

间来回跑好几趟，如果户籍是外地的

还需要函调。现在只需到兵役工作

服务站‘一站’就能完成政考，真是太

方便了。”

“打造兵役工作服务平台，推行

‘一站式服务’，让应征青年少跑路、

多省心，是合肥警备区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一个举措。”据担负合肥市

县级服务平台首批试点任务的肥西

县人武部政委胡广飞介绍，受领试点

任务后，他们立即召集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和公安、教育、卫健、宣传、纪检

等单位，研究论证服务平台功能定

位、工作规范、窗口设置，最终建成了

“4 区 4 室一中心”，即政策宣传区、接

待服务区、身体自检区、休息等待区，

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资料室，信

息监管中心，开设了综合服务、宣传

教育、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学历审

查、优抚优待等 6 个服务窗口，可为

适龄青年提供兵役登记、入伍初检初

审、服役优抚优待和退役返乡登记等

“一站式服务”。服务站建成后，应征

青年跑腿少了，各种问题解决更加顺

畅。截至目前，该县大学毕业生双合

格人数已超过任务数的 1.35 倍。

同样呈现新气象的还有安徽建

筑大学、合肥学院、安徽职业技术学

院和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

高校。作为合肥市高校征兵“两站

两服务”试点单位，他们聚力打造征

兵工作站和退役军人服务站“一站

式服务”平台，统合征兵宣传、初检

初审、政治考核、学籍保留、学费减

免、补偿优待、党团关系转接、改换

专业等服务内容，一个平台即可办

完所有手续。安徽建筑大学应届毕

业生王波告诉笔者：“学校有了这个

服 务 平 台 ，政 策 更 透 明 ，服 务 更 贴

心，我不用学校、家里来回跑，退役

后 考 研 也 有 保 障 ，没 有 后 顾 之 忧 。

在选择入伍应征地时，我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从学校入伍。”据悉，该校

今年下半年报名应征的应届大学毕

业生人数比往年增加近 20%。

“应 征 青 年 就 是 我 们 的 服 务 对

象，兵役工作‘一站式服务’平台缩短

了应征青年与军营的距离，提升了兵

役工作的效率，赢得了应征青年和家

长的点赞。”合肥市征兵办主任、警备

区副司令员龚辉表示，他们将梳理总

结推广试点单位的经验做法，进一步

优化兵役工作业务流程，持续提升兵

役工作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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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城军分区雀干托盖边防连在训练间隙开展小比武、小竞赛，激发官兵训练热情，提升训练质量。图为 8月 31日，该连党员班长（左）与团员战士（右）正在进

行战术课目竞赛。 郝 超摄

“人武部综合成绩第 1 名，两个个人

单项第 1 名……”9 月上旬，山东省龙口

市人武部传来喜讯：在烟台警备区年度

岗位练兵比武考核中，他们从 20 余个团

级单位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该人武部

军事训练 18 年未评先的困局，被警备区

表彰为“岗位练兵比武优胜单位”。

18 年未评先，此次缘何能夺冠？带

着疑问，记者专程来到这个人武部一探

究竟。

“接到警备区下达群众性岗位练兵比

武的通知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甭说

拿第一了。”没谈“秘笈”，先说忐忑，该人

武部部长孙斌的回答有点出乎记者意料。

“全部现役干部来自不同军种，文职

人员有人武系统转改的，有军种部队转

改的，还有社会招聘的；职工有事业编

的，有公益岗转岗的，还有社会聘用人

员。队伍成分多元、组训不易，比武要拿

名次难度可想而知。”曾担任过作训科长

的孙斌说出了心里没底的缘由。

更让孙斌没想到的是，听到岗位练兵

比武的消息，人武部上下反应淡然，丝毫

不见“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斗志。

在随后召开的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

上，有人直言不讳：人武部人员数量少，

工作头绪多，各项任务重，没有精力搞训

练；只要干好国防动员、民兵、兵员征集

等重点工作就行，参加啥比武啊……

“主观上，当兵打仗、练兵打仗意识

相对较弱；客观上，人员成分杂、军事素

质参差不齐，加上工训矛盾突出，导致大

家士气不高，斗志不旺。”

症结找到了，药方也一一开出。

“军人生来为战胜，备战打仗是军人

的主责主业。人武部是军事机关，什么

时候都不能忘了军事训练这个主业。”党

委议训会上，政委刘乃明语重心长，无论

时代如何发展、形势如何变化，打仗的思

想不能松，主责主业不能忘。

只 要 思 想 不 滑 坡 ，办 法 总 比 困 难

多。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他们着眼人

武部工作的特点规律，研究制订科学合

理的组训计划，协调工训矛盾，向单位时

间要效益。

——为解决工训矛盾突出问题，他

们大胆采用“半工半训”工作模式，即上

午集体办公处理业务工作，下午强化补

差训练，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保障训练时间。对阶段性、临时

性大项工作，成立专班，采取“以老带新、

干部带职工”的方式，集体攻关，提高质

效。与此同时，部长、政委主动靠前，统

筹协调好地方临时性任务和内部科室的

分工协作，做到既排除组训干扰，又落实

日常工作。

——针对交流人员占比高、文职人

员基础弱、组训人员缺乏等问题,他们按

照专攻与精练相结合的思路，采取重点

备课、集智攻关等多种方式，逐课目进行

分析研究，集思广益，破解难点，扫除盲

点，同步推进。

——打破以往“一刀切”“一锅煮”的

训练模式，将体能与技能紧密结合，从练

单兵、重体能向练全程、强素质转变；借

助科技手段，因人而异，量身定制训练计

划，提升参训人员综合训练水平。

——组训中，他们灵活分工，发挥个

人专长，让每个课目的最优秀者担任“小

教员”。为解决教练员缺乏和队伍老化

问题，他们采取“专兼聘录”相结合的方

式，稳定现有专职教练员队伍，强化兼职

教练员队伍，打造一人多专、一专多能的

队伍。特聘新质分队教练员，实现专人

专课；利用文职空编招录退役大学生文

职参谋，向政府申请新增事业编招录退

役军人，充实队伍、强化素质。

好棋一着，全盘皆活。

现役转改文职的政治工作科科长高

荣堂，年龄偏大，训练基础较弱，在年初

的摸底考核中，手枪射击和 3000 米跑没

有及格。为尽快补齐短板，他主动向训

练尖子求教，并结合自身特点巧练、加

练。比武考核时，他的体能课目成绩全部

优秀，轻武器射击等成绩均达良好以上。

社招文职助理员徐彬入职不到两

年。为尽快提升他的军事素质，部党委

积极推荐他参加省军区文职参谋集训，

并结合他的专业和自身特点，大胆任用

他担任动员计算教练员。在他的辅导帮

助下，参考人员成绩进步明显，他个人的

单项成绩也在警备区名列前茅。

市人武部掀起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不仅提振了军心士气，也赢得了地方党

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得知他们缺少专

业训练场地，龙口市委书记吕波第一时

间召集相关部门研究对策，及时解决了

这个难题。

“只要方式方法得当，众人合力，就

能撬动训练时间的‘杠杆’。甩掉 18 年

未评先的帽子，也就顺理成章了。”孙斌

用这句话结束了此次采访。

这，或许就是他们这次夺冠的“秘

笈”吧。

18载未评先，这次缘何夺冠
—探寻山东省龙口市人武部军事训练“翻身仗”背后的故事

■国立强 本报记者 贾玉省

本报讯 李萌、记者李光辉报道：

“新学期开始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多锻

炼身体，长大了做栋梁之才，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9 月 1 日，在河南省安阳市三官

庙小学的开学第一课上，“七一勋章”获

得者、百战老兵王占山的深情寄语，让学

生们深受鼓舞。

“点亮一颗星，播下一粒种。精神的

培塑，离不开对英雄的崇尚。”据省教育

厅领导介绍，今年是建党百年，又经历了

抗洪战疫斗争，中原大地秋季的“开学第

一课”，洋溢着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许

多中小学校将英模人物请进校园课堂，

重温英雄故事，学习英雄精神，唱响爱党

爱国爱军主旋律。

在卫国戍边英雄肖思远烈士的母

校——延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全体

师生观看《喀喇昆仑铁拳》纪录片，聆听

烈士父亲肖胜松讲述肖思远的成长经

历，学生们现场发出了“学英雄事迹，做

红色传人”的倡议。在漯河市黑龙潭镇

初级中学新建成的王焯冉烈士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校长李自刚带领师生，集

体合唱为烈士创作的歌曲《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嘹亮的歌声响彻天际。在陆

军第 83 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荣誉室，郑

州七十三中学的“开学第一课”在这里

开讲。今年 7 月，该旅官兵执行抗洪抢

险 任 务 期 间 ，曾 在 这 所 中 学 作 短 暂 休

整。临行前官兵们将教室、走廊打扫干

净，并在黑板上留下“你们负责好好学

习 ，我 们 负 责 保 家 卫 国 ”的 感 人 寄 语 。

“开学第一课”上，校长王磊和教师、学

生代表，将一幅“最美黑板报”画作回赠

部队。走进英雄部队，致敬英雄官兵，

感悟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精神的内涵，

学生冯小菡动情地说：“军人才是我们

应该追的最亮最闪的星。”

“榜样是最好的力量，少年有志，国

家有望。”安阳市三官庙小学校长李红

婷告诉记者，在前不久的抗洪战疫斗争

中，该校许多小学生通过捐款捐物、志

愿服务等方式，向解放军、救援队表达

自己的爱心，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责

任与担当。

河南省“开学第一课”唱响爱党爱国爱军主旋律

听英雄故事 做英雄传人

编者按 国防动员系统改革重塑后，市县（区）人武部编制
数量少、人员种类杂、工作头绪多，抓工作落实与抓自身训练的矛
盾比较突出。如何结合自身特点规律，落实并提升军事训练质
效，是摆在各人武部面前一道现实课题。山东省龙口市人武部的
做法给人以启示。


